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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星期日世界報》引述歐盟消息
人士稱，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伊
朗核協議後，其餘5個核協議簽署國中
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及德國的外交
官員，本周會於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會
議，磋商新的核協議，可能向伊朗提供
數十億美元(數以百億港元)財政援助，尋
求伊朗停止研發彈道導彈及干預中東事
務，期望新協議能說服特朗普解除對伊
制裁。
這次會議由歐盟外交官施密德主持，

美國不會參與，但未知伊朗會否列席。
儘管伊朗核協議於2015年達成，但因
美國仍維持單方面對伊制裁措施，阻撓
西方國家投資者與伊朗做生意，令伊朗

難以從核協議中獲取經濟利益。新協議
將取名「維也納核協議」，內容與2015
年的協議大致相若，但加入額外條款，
簽署國會向伊朗直接提供巨額財政援
助，換取伊朗停止研發核武及彈道導
彈。有關做法是參考歐盟於2015年難民
危機期間向土耳其援助數十億美元，換
取土耳其收容數百萬難民，防止難民潮
湧入歐洲。

法巨企撤伊朗業務
另外，歐盟能源專員卡尼特前日訪問

伊朗，會晤伊朗原子能組織主管薩利希
和石油部長贊加內。卡尼特稱，隨着美
國對伊朗實施的制裁在未來6個月陸續

生效，歐盟會繼續向伊朗購買石油和天
然氣，並保護歐洲公司免受制裁影響。
卡尼特與贊加內會面時，討論雙方央行
就石油交易直接轉賬的方法，以及伊朗
政府協助為石油航運提供保險。薩利希
表示，會視乎歐盟的措施是否有效，才
決定會否留在核協議，稱「皮球在歐盟
一方」。
雖然歐盟成員領袖承諾致力拯救核協

議，但法國石油公司道達爾和荷蘭航運
集團馬士基表示，除非獲美國豁免制
裁，否則難與伊朗維持貿易。法國能源
巨企Engie亦表示，為免受華府制裁影
響，將全面退出在伊朗的業務。

■路透社/法新社

韓國總統文在寅今日會啟程訪
問美國，明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
舉行會談，兩人昨日通電話20分
鐘，就朝鮮最近的連番表態深入
交換意見，同意保持密切磋商，
繼續推動下月12日的美朝峰會成
功舉行。
由於朝鮮近期猛烈抨擊美方提

出的半島無核化方案，文在寅和

特朗普料將在峰會深入討論美韓
如何共同實現朝鮮無核化，在美
國方案和平壤「階段性、同步無
核化」方案之間尋求平衡，收窄
分歧。
文在寅明日上午將會晤華府負

責外交和安全事務的主要官員，
中午與特朗普單獨會面，之後出
席由兩國官員參與的會談並共晉

午餐。文在寅亦會到訪修復後的
「大韓帝國駐美公使館」，出席
《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簽署136周
年和公使館成立130周年紀念儀
式，周四返抵韓國。韓方考慮在
文在寅結束訪美後，與朝鮮領導
人金正恩透過熱線通話，討論訪
美成果。

■韓聯社/路透社/法新社/路透社

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高峰期，
印尼爆發大規模暴亂及排華暴動，
估計造成逾1,200人死亡。在這場
「黑色五月暴動」下，時任總統蘇
哈托宣佈下台，結束長達32年的鐵
腕統治。今日是蘇哈托下台20周
年，其兒子湯米接受訪問時表示，
印尼經歷20年改革，國債不斷增
加，人民生活未有明顯改善，他期
望勝出明年大選上台執政，扭轉目
前的困局。

蘇哈托子擬參與明年大選
湯米早前成立新政黨「勞動
黨」，計劃參與印尼明年大選。他
表示，「勞動黨」聚焦解決印尼貧
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希望發展
一個屬於人民的經濟，能改善人民
福祉。對於蘇哈托任內被指貪污成
風及獨裁統治，湯米表示不擔心會

影響他的選情，甚至認為國民渴望
「蘇哈托政權」回朝。
在1998年，印尼深陷經濟危

機，糧食嚴重短缺、本幣印
尼盾匯率急跌及失業率高
企，引發群眾暴亂。當年
雅加達一個商場遭暴徒縱
火，16歲的斯特凡納斯不
幸葬身火海，其父親薩努
一直鍥而不捨，每星期均
到總統府外參與集會，希
望為兒子討回公道。70歲
的薩努表示，政府
至今仍未對死難
者家屬作出賠
償及支援。另
一名死者家
屬表示，
當 年 政
府出動

軍隊鎮壓示威學生，他的兒子遭軍
隊射殺，要求政府為他兒子的死作

交代。
■路透社/法新社/

半島電視台

西班牙《國家報》報道，加泰
羅尼亞自治區新任主席托拉前日
提名內閣人選，當中包括兩名被
覊押及兩名流亡海外的前部長，
馬德里政府譴責托拉的行為挑
釁，首相拉霍伊擬維持中央政府
對加泰的直接管治。

托拉提出的內閣名單中，包括
因推動加泰獨立而正被還柙候審
的圖魯利及魯利，以及正流亡布
魯塞爾、被西班牙警方通緝的科
明及瓦爾季，他們面臨叛亂、違
抗政府命令與濫用公帑等罪名。
拉霍伊早前表示，一旦完整及

合法的加泰自治區政府開始運
作，他會把管治權交還自治區。
中央政府前日發聲明，表示將分
析加泰新政府的可行性，內閣必
須獲中央政府確認，才可上台執
政，意味托拉的做法恐令加泰繼
續陷入政治僵局。 ■路透社

加泰內閣提名在囚獨派 或續遭接管

文在寅今訪美前 與特朗普通話20分鐘下台20周年 印尼「蘇哈托政權」謀回朝

馬杜羅政府控制國家大部分電視台及電
台，經常宣傳有利馬杜羅的報道，甚至

威脅票投反對派的選民會失去公務員職位、
公共房屋和糧食補貼。大部分選舉部門官員
均效忠馬杜羅，從以往的選舉可見，他們不
但對選舉舞弊視而不見，甚至在最後一刻把
反對派根據地的票站遷移。反政府活躍分子
岡薩雷斯坦言，反對派由誰人出選並不重
要，「即使耶穌參選，馬杜羅仍可篤定勝
出，原因是委內瑞拉選舉制度是為馬杜羅
勝選而設」。

兩反對派領袖被禁參選
民望最高的兩名反對派政客洛佩斯和卡
普里萊斯，分別因干犯煽動暴力和貪污罪
被禁參選，只餘下兩名對手挑戰馬杜
羅。前軍官法爾孔原本被視為有力擊
敗馬杜羅，但反對派聯盟陷入分裂，
部分政黨認為參與選舉儼如認同選舉合

法性，呼籲選民杯葛，甚至要求法爾孔退
選，投票率可能創下自1998年大選後新低，
使反對派選情進一步看淡。

「選票與子彈的選擇」
反對派曾就選舉規定與政府談判，例如要

求設置中立的選舉仲裁委員會、延遲大選至
10月，以及讓國際組織觀察選舉，但政府堅
拒讓步，談判破裂。法爾孔引述過往研究指
出，即使選舉制度不公平，參與選舉總好過
完全退出。法爾孔首席政策顧問羅德里格茲
表示，馬杜羅最希望選民放棄投票，讓他順
利當選，反對派的策略正中他的下懷。馬杜
羅昨日早上在妻子和多位官員陪同下，到首
都加拉加斯的票站投票，他身穿前總統查韋
斯喜歡穿着的紅色恤衫，明顯試圖吸納查韋
斯的支持者。馬杜羅在投票後表示，今次選
舉是「選票與子彈」之間的選擇，他並承諾
尊重人民意願。

或重演2005年災難後果
美國阿默斯特學院政治學家科拉萊斯表

示，反對派可能重演2005年杯葛國會選舉時
的災難後果，執政社會黨前身「第五共和國
運動」當時取得大部分議席，其後更通過法

案，令總統可無限期連任，鞏固時任總統查
韋斯的權力。
法爾孔在競選集會上向支持者表示，委內

瑞拉貨幣玻利瓦爾嚴重貶值，當選後會以美
元取代，並接受國際社會的人道援助和向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協助。馬杜羅則將委內
瑞拉經濟危機，歸咎美國發動「經濟戰」，
指華府對委國實施制裁並無法理依據，是美
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對委國的「系統性侵略行
動」。

美首指控馬杜羅販毒
今次選舉面對國際社會一面倒譴責，美

國、加拿大、歐盟和其他拉美國家表明不會
承認結果。美國日前更指控馬杜羅透過販毒
獲利，宣佈制裁社會黨第2號人物卡韋略，
是華府首次公開指控馬杜羅涉及毒品交易。
委內瑞拉反駁指美國干預選舉。
首都加拉加斯一名選民表示，居民欠缺食

物和藥物，生活艱苦，不會參與投票。歐亞
集團分析師塔格表示，這場選舉難以激起選
民熱情，投票率可能低迷，使馬杜羅得以掌
握投票結果。

■《觀察家報》/美聯社/
路透社/法新社

斥美發動「經濟戰」反對派杯葛正中下懷

委內瑞拉昨日舉

行總統大選，雖然

委國深陷經濟危

機，人民生活困

苦，對政府非常

不滿，但輿論認為

選舉制度本已對總

統馬杜羅有利，加上

執政黨向貧窮選民派發

食物吸票，以及反對派呼籲

杯葛選舉，預計馬杜羅連任機會高

唱，再擔任總統6年。

委內瑞拉近年陷入
嚴重經濟危機，不少
國民對國家前景不抱
希望，決定移居哥倫
比亞、厄瓜多爾或秘
魯過新生活。他們對
於今次選舉態度冷
淡，認為總統馬杜羅
篤定勝出，困局無法
改變。反對派亦批評
選舉被操控，呼籲支
持者杯葛。
35歲的瓜拉特前日

在接壤哥倫比亞邊境
的城鎮，等候委國移
民部門審批其移民申
請。瓜拉特形容委內
瑞拉情況非常嚴峻，
由於國家藥物短缺，
他的祖母無法取得藥
物，去年因腎病逝
世，他也無法應付日
益嚴重的通脹，決定
移居哥倫比亞。對於
今次大選，他表示人
們都知道選舉過程被
操控，故不會投票。

聯合國估計，在2015年至
2017年間，約有100萬委內瑞
拉人離國，部分人更是非法出
境，對鄰近國家構成壓力，許
多委內瑞拉人被迫露宿街頭。
委內瑞拉政府在大選舉行期間
封鎖邊境，到今日才會重開，
令邊境城鎮近日聚集大批等候
出國的人。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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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米成立
新政黨「勞
動黨」，計
劃參與印尼
明年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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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杜羅穿紅衣投票，
被指試圖吸納前總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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